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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靠山屯银铅多金属矿综合找矿信息的提取
及找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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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评价内蒙古靠山屯勘查区银铅多金属矿床找矿前景，对该勘查区进行了地质、航磁激电和

化探综合找矿信息的提取。结果表明，靠山屯银铅多金属矿床是以银为主，伴生有铅和锌的中型矿

床，产于早白垩世钾长花岗岩和晚侏罗世凝灰岩内。蚀变和矿化特征显示该矿床成因类型为中温热液

脉型。上侏罗统玛尼吐组火山岩富含Ｐｂ、Ａｇ等成矿元素，是有利的容矿围岩，产于火山岩和岩体接
触带附近的断裂构造是有利的控矿构造，绢英岩化和硅化是近矿的围岩蚀变。成矿后区内存在差异性

抬升，中部和北东部矿化以方铅矿和共伴生银矿物为主，矿床保存条件好，如Ⅱ和Ⅲ号蚀变带。南西
部以闪锌矿 （含黄铜矿）为主，矿床剥蚀较大，如Ⅰ号蚀变带，中高极化、低阻或中高阻、低中高
磁异常的物探异常总体为矿致异常的特征。Ｐｂ、Ｚｎ、Ａｇ异常套合好，Ｐｂ和 Ａｇ异常面积大，强度高
的异常 ＫＨｔ４１１分布区矿床保存条件较好，找矿前景较好。Ｚｎ异常面积大，外侧的 Ｐｂ和 Ａｇ异常面
积小的异常ＫＨｔ１ＫＨｔ３分布区矿床剥蚀较大，找矿前景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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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大兴安岭地区位于古亚洲洋成矿带与环太平洋

成矿带的叠加区域［１］，是中国重要的多金属成矿

省。近年来已探明的铜、银、铅、锌等金属储量达

万吨级以上，铁、钨、钼也较为丰富，集中分布数

十个中大型矿床和数百个小型矿床［２，３］。该地区的

矿床主要发育在华力西和燕山期两个地质时期，在

构造岩浆带的控制下矿床成群带状分布［４］。

内蒙古靠山屯银铅多金属矿床位于沁尔新右翼

前旗２８０°方向，直距约９０ｋｍ处，行政区划隶属
大石寨镇，是铜、铅、锌、银等多金属矿床的集中

分布区 （图１）。区域构造以北东向为主，二连浩
特—扎兰屯深大断裂与北北东向大兴安岭主脊断裂

交汇，对成矿十分有利［５］。毗邻中国—俄罗斯—

蒙古交界，矿种多、密度高且成矿时间集中，显示

出良好的铜、铅、银、锌开发潜力，有望发现大型

超大型矿床［６，７］。尽管前人已经确定了板块构造

格局，但对于缝合带的位置及拼合时间仍有争

议［８，９］，且基底岩相对于矿床成因类型有明显的控

制作用［１０］，特别是有关中低温热液矿床的成因也

存在不同认识，部分学者认为此类矿床与岩浆岛弧

活动有关［１１，１２］，也有学者认为与碰撞造山带有

关［１３，１４］，这些争论制约了对该地区的矿产勘查

程度。

近年来，随着地质勘探投入的增加和研究的深

入，本区找矿工作有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①内蒙
局第二区域测量队对地层层序进行了初步划分，并

发现和汇总了许多矿点；②陕西省矿产开发局第二
综合物探大队完成了化探测量工作和乌兰毛都—突

泉航磁测量工作；③吉林省局白城地区综合大队进
行了呼和哈达地区１∶５万区域测量，发现矿点２０

处，圈出原生晕异常４处，重砂异常２１处，提出
３个成矿预测地段，其中铜闪锌矿方铅矿原生
晕、重砂异常均位于本次靠山屯普查区内；④吉林
省地质调查院在乌兰毛都地区进行了土壤化探测

量，共圈出综合异常７６处，利用地物化综合剖面
检查异常１１处，其中４处为矿化引起 。靠山屯银
铅多金属异常套合完好，找矿前景较好。靠山屯银

铅多金属矿床成因独特，经济潜力较大。因此，进

一步深入研究该矿床的基本特征、综合提取有效的

找矿信息，对建立这一地区的找矿模型和进一步找

矿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１　 成矿地质背景

研究区地层主要为上侏罗统玛尼吐组，初步划

分两个岩性段：①岩屑晶屑凝灰岩：分布较广，岩
性以灰绿色、深绿色岩屑晶屑凝灰岩为主夹安山

岩；②含角砾及角砾状岩屑晶屑凝灰岩：分布于研
究区的西北部，主要由灰白、灰绿色含角砾岩屑晶

屑凝灰岩或角砾状岩屑晶屑凝灰岩夹薄层灰白色流

纹岩组成。岩浆岩主要为早白垩世钾长花岗岩和二

长花岗岩。钾长花岗岩分布于研究区西南部，二长

花岗岩分布于研究区东南部 （图１）。区内脉岩比
较发育，主要有闪长玢岩、流纹斑岩及花岗斑岩

等。区内以ＮＷ和ＮＥ向断裂构造为主，两组裂隙
中往往有花岗斑岩、闪长岩等脉岩的侵位。

２　矿床地质

２１　 蚀变带特征
靠山屯普查区已发现蚀变带３条，自西向东编

为Ⅰ、Ⅱ、Ⅲ号 （图２）。
２１１　Ⅰ号蚀变带特征
　　分布于普查区西部，长约２００ｍ，宽２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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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内蒙古靠山屯工作区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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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靠山屯普查区蚀变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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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走向ＮＷ３１０°～３３０°，倾向ＳＷ。产于早白垩世
钾长花岗岩内，受控于ＮＷ向张扭性断裂。带内见
有黄铁矿化、褐铁矿化及镜铁矿化等。围岩蚀变为

绿泥石化、硅化及绿帘石化。

２１２　Ⅱ号蚀变带特征
位于矿区中部，早白垩世钾长花岗岩与晚侏罗

系满克头鄂博组接触带附近，为 ＮＷ向破碎蚀变
带。破碎蚀变带由构造角砾岩、断层泥及硅化绢云

母化蚀变岩等组成。长约１３００ｍ，宽２０～６０ｍ，
走向ＮＷ，倾向 ＮＥ，倾角 ４０°。由东 （对应化探

ＫＨｔ７号异常）西 （对应化探 ＫＨｔ８号异常）两
部分组成，地表由６０～６６线综合剖面及探槽控制。
带内见有褐铁矿化、黄铁矿化、铅钒及白铅矿化等

矿化。围岩蚀变为硅化、绿帘石化、绢云母化、高

岭土化、碳酸盐化及绿泥石化。

２１３　 Ⅲ号蚀变带特征
分布于普查区东部，产于晚侏罗系满克头鄂博

组岩屑晶屑凝灰岩内，为ＮＷ向蚀变破碎带。由构
造角砾岩、断层泥、石英脉及硅化蚀变岩组成。走

向ＮＮＷ，倾向ＳＷ，倾角８０°，地表由８０～８２线综
合剖面及３条探槽控制。控制长２００ｍ，根据物化
探异常推测长３５０ｍ，宽３０～６０ｍ。向南追索１５０
ｍ被第四纪所覆盖。带内见有褐铁矿化、黄铁矿
化、铅钒及白铅矿化等矿化。围岩蚀变为硅化、绢

云母化、绿泥石化及绿帘石化。

２２　 矿体特征
经地表槽探工程揭露和深部钻探验证，共圈定

６个矿体。
Ⅰ①号铅锌矿化体赋存于早白垩世钾长花岗

岩中构造蚀变岩内，见矿厚度２１０ｍ，走向 ＮＷ，
倾向 ２２０°，倾角 ６０°。Ｐｂ最高品位 ０３０×１０－２，
平均品位０２９×１０－２，Ｚｎ最高品位 ０４０×１０－２，
平均品位０２８×１０－２，Ａｇ最高品位 １５１×１０－６，
平均品位１１１２×１０－６；Ⅰ②号铅锌矿化体长约
５０ｍ，厚约５ｍ，走向ＮＷ，倾向２６０°，倾角６５°。
Ｐｂ品位０３４４×１０－２，Ｚｎ品位０２３×１０－２，Ａｇ品
位５５×１０－６。矿石矿物为白铅矿、铅矾、褐铁矿
及黄铁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燧石；Ⅱ①号
银铅矿体长约５０ｍ，走向近东西，倾向３０°，倾角
５０°。自７０～８３ｍ，见矿厚度１３０ｍ，Ａｇ品位

５０８３×１０－６，Ｐｂ品位２５７×１０－２，Ｚｎ品位０１６
×１０－２；Ⅱ②号铅矿体见矿厚度１００ｍ，Ａｇ品位
５０８３×１０－６，Ｐｂ品位２５７×１０－２，Ｚｎ品位０１６
×１０－２；Ⅱ③银铅矿体赋存于满克头鄂博组岩屑
晶屑凝灰岩内的破碎带中，由绢云母化硅化蚀变岩

组成，走向近东西，倾向２０°，倾角４０°，长约１５０
ｍ，见矿厚度４９０ｍ。Ａｇ最高品位２６２００×１０－６，
平均品位８５７４×１０－６，Ｐｂ最高品位１０００×１０－２，
平均品位２５５×１０－２，Ｚｎ最高品位 ０７５×１０－２，
平均品位０４２×１０－２。矿石类型按自然类型属氧
化矿石，矿石矿物主要为铅的氧化物，有白铅矿、

铅矾及铅华等，还见有褐铁矿、黄铁矿；脉石矿物

主要为石英、绿泥石及绿帘石；Ⅲ①号铅矿体，
赋存于ＮＮＷ向硅化构造蚀变带内，平均见矿厚度
７９５ｍ，Ｐｂ品位 ０５６×１０－２，Ａｇ品位 ３０７８×
１０－６。
２３　 矿石矿物成分、组构

矿石矿物主要有方铅矿、黄铁矿、黄铜矿和毒

砂，次生氧化物有褐铁矿、铅矾、白铅矿和蓝铜矿

（图３）；脉石矿物有石英、绢云母、绿帘石及绿泥
石等。

矿石结构有它形粒状结构、半自形它形粒状
结构及交代溶蚀结构等；矿石构造有浸染状构造、

细脉状构造和角砾状构造等。

２４　成矿期和成矿阶段
通过矿物共生组合和穿切关系研究，将靠山屯

多金属矿床的成矿作用划分为热液成矿期和表生氧

化期２个成矿期 （表１），热液成矿期进一步划分
为３个成矿阶段。第一阶段：毒砂黄铁矿石英阶
段，该阶段矿化较弱，以毒砂和黄铁矿为主，脉石

矿物以石英为主。这一阶段矿化范围小、强度弱。

第二阶段：石英绢云母黄铁矿阶段，主要为脉
石矿物石英和绢云母。第三阶段：银多金属硫化物

阶段，该阶段矿化范围大、强度大，以黄铜矿、方

铅矿的大量出现为主要特征，是铅的主要成矿阶

段，伴随少量银矿化。黄铜矿内部包裹黄铁矿

（图３Ｂ），大量银、铅、锌矿物形成。脉石矿物以
石英、绢云母和绿泥石为主，该阶段是区内最重要

的银、铅、锌成矿阶段。表生期形成褐铁矿、铅

矾、白铅矿和蓝铜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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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黄铜矿呈他形粒状分布在褐铁矿中；Ｂ黄铜矿中见黄铁矿晶体，呈骸晶分布于褐铁矿中，可见蓝铜矿化；Ｃ黄铁矿呈浸染状分布；Ｄ毒砂呈自形半
自形和菱形；Ｅ方铅矿部分氧化成铅钒；Ｆ方铅矿呈脉状分布

图３　靠山屯普查区矿石类型
Ｆｉｇ３　ＯｒｅｔｙｐｅｉｎＫａｏｓｈａｎｔｕ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表１　靠山屯矿区成矿期、成矿阶段与矿物生成顺序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ｃｐｈａｓｅｓ／ｓ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ｎＫａｏｓｈａｎｔｕ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成矿期

矿物

热液成矿期

第一阶段

毒砂黄铁矿石英

第二阶段

石英绢云母黄铁矿

第三阶段

银多金属硫化物

表生氧化期

毒砂 ———————————————

黄铁矿 　　 ————————————————————————————————————

黄铜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褐铁矿 ——————————

铅矾 ——————————

石英 ————————————————————————————————————————————————————

绢云母 　　　　　　　　　　　　　　 ———————————————————————————————

绿泥石 　　　　　　　　　　　　　　　　　　　　　　 　 　——————————————————

　

３　 综合找矿信息的提取

３１　 找矿地质信息的提取
综合分析成矿的地质信息，本区有利的成矿地

质信息主要有：

（１）区域上上侏罗统玛尼吐组火山岩富含Ｐｂ、

Ａｇ等成矿元素，是有利的容矿围岩，可能是本区
热液脉型铅锌银矿的主要矿源岩。

（２）产于火山岩和岩体接触带附近的断裂构
造是最有利的控矿构造，断裂带可复合和继承接触

带构造，造成其规模大、切割深，极有利于含矿热

液的运移和矿质富集沉淀，如Ⅱ号蚀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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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绢英岩化和硅化是近矿的围岩蚀变，蚀
变矿物组合显示为热液的中温特点。

（４）成矿后区内存在差异性抬升，中部和北
东部矿化以方铅矿和共伴生银矿物为主，矿床保存

条件好，如Ⅱ和Ⅲ号蚀变带。南西部以闪锌矿
（含黄铜矿）为主，矿床剥蚀较大，如Ⅰ号蚀变
带。

３２　 地球物理信息
３２１　１∶５万磁法测量

根据１∶５万磁测成果对蚀变带磁异常特征进
行了解译。Ⅱ号蚀变带表现为低的磁异常和磁异常
梯级带，矿体和矿化较好部位表现为梯级带特点，

Ⅲ号蚀变带表现为高的磁异常和磁异常梯级带，矿

体位置为较高的磁异常。磁异常较高分析由蚀变带

内含少量磁黄铁矿所致。一些串珠状高磁异常分析

为串珠状分布的中基性脉岩所致 （图４）。
３２２　激发极化测量

通过１∶１万激发极化异常解译，Ⅰ号蚀变带
表现为较低的视极化率，反映金属硫化物较少；电

阻率较高，反映硅化较强。Ⅱ号蚀变带表现为较高
的视极化率或梯级带，矿体位置为梯级带，反映金

属硫化物较多，但分布不均匀；电阻率低或为梯级

带，总体反映蚀变带中岩石破碎，含水的蚀变矿物

如绢云母、黏土矿物含量较多。Ⅲ号蚀变带表现为
低中高视极化率，反映含硫化物较少；中较高
电阻率，反映硅化较强 （图５、６）。

图４　靠山屯普查区高精度磁测图
Ｆｉｇ４　Ｈｉｇｈ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ａｐｉｎＫａｏｓｈａｎｔｕ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３３　 化探信息提取
根据 １∶１万土壤地球化学测量的工作成果，

圈定银、铅、锌套合完好异常１１处，各元素的地
球化学参数见表２，异常分布图见图７。

Ⅰ号蚀变带所在的 ＫＨｔ１异常分布在早白垩
世钾长花岗岩内，长约 ５１０ｍ，宽 ２００～３８０ｍ。
Ａｇ、Ｐｂ和Ｚｎ３种元素套合完好，异常峰值为 Ａｇ
１５６×１０－６、Ｐｂ９１５×１０－６、Ｚｎ７８０×１０－６；Ｚｎ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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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靠山屯普查区激电中梯视极化率异常等值线图
Ｆｉｇ５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ａｒｇ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ｓｏｇｒａｍｏｆＫａｏｓｈａｎｔｕ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图６　靠山屯普查区激电中梯电阻率异常等值线图
Ｆｉｇ６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ｉｓｏｇｒａｍｉｓｏｇｒａｍｏｆＫａｏｓｈａｎｔｕ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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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靠山屯普查区土壤异常剖析图
Ｆｉｇ７　Ｍａｐｏｆｓｏｉ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ｎＫａｏｓｈａｎｔｕ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常分布面积大，位于异常中心，Ｐｂ和Ａｇ异常面积
小，位于异常外侧。该异常以 Ｚｎ为主，总体反映
该区剥蚀较大，推测达矿 （化）体下部。考虑到

该蚀变带规模较小，找矿前景较差。

Ⅱ号蚀变带所在的异常主要有 ＫＨｔ７、ＫＨｔ８
异常。ＫＨｔ７异常的Ａｇ、Ｐｂ和Ｚｎ３种元素套合最
好，呈条带状，长轴方向为ＮＷ向。分布在早白垩
世钾长花岗岩与晚侏罗系满克头鄂博组岩屑晶屑凝

灰岩的接触带附近，长７００ｍ，宽２１０ｍ。异常峰
值为Ａｇ４４×１０－６、Ｐｂ７５８５×１０－６、Ｚｎ１６９７×
１０－６；ＫＨｔ８异常的银、铅、锌 ３种元素套合最
好，呈条带状，走向ＮＷ。分布在早白垩世钾长花
岗岩与晚侏罗系满克头鄂博组岩屑晶屑凝灰岩的外

接触带内，长 ７５０ｍ，宽 ２００ｍ。异常峰值为 Ａｇ
６５×１０－６、Ｐｂ６７２４×１０－６、Ｚｎ５９３×１０－６。总体
表现为Ｐｂ和 Ａｇ异常面积大，强度高，Ｚｎ异常面
积小，强度较低。该异常以 Ｐｂ和 Ａｇ为主，总体
反映矿 （化）体剥蚀较小，推测为矿体中上部，

该蚀变带规模较大，找矿前景较好。

Ⅲ号蚀变带所在的 ＫＨｔ１１异常的 Ａｇ、Ｐｂ和

Ｚｎ３种元素套合完好，呈不规则带状。分布在晚
侏罗系满克头鄂博组岩屑晶屑凝灰岩内，面积约

０１３ｋｍ２。异常峰值为 Ａｇ２６３×１０－６、Ｐｂ１０４８４
×１０－６、Ｚｎ１８０１×１０－６。总体表现为 Ｐｂ和 Ａｇ异
常面积相对大，强度高，Ｚｎ异常面积小，强度较
低。该异常以 Ｐｂ和 Ａｇ为主，总体反映矿 （化）

体剥蚀较小，推测为矿体中上部，考虑到该蚀变带

规模较小，有一定找矿前景。

５　结论

（１）蚀变和矿化特征显示靠山屯银铅多金属
矿为中温热液脉型矿床。

（２）产于火山岩和岩体接触带附近的断裂构
造是有利的控矿构造，绢英岩化和硅化是近矿的围

岩蚀变。

（３）成矿后区内存在差异性抬升，中部和北
东部矿化以方铅矿和共伴生银矿物为主，矿床保存

条件好，如Ⅱ和Ⅲ号蚀变带。南西部以闪锌矿
（含黄铜矿）为主，矿床剥蚀较大，如Ⅰ号蚀
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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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靠山屯普查区土壤异常特征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ｉ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ｎＫａｏｓｈａｎｔｕ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异常编号 元素 面积 （Ｓ） 形态 下限 （Ｔ） 平均值 （ＣＡ） 峰值单位／１０－６ ＮＡＰ值 衬值

Ｐｂ １２４４ 带状 １１００００ ２２７０００ ９１５０００ ２５６７１６ ２０６

ＫＨｔ１ Ｚｎ ２０５３ 带状 １８３０００ ３２４０００ ７８００００ ３６３４８２ １７７

Ａｇ ５１７ 带状 ０４４７ ０８２４ １５６０ ９５３０４ １８４

Ｐｂ １５０ 条带状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７４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０ ２３７２７ １５８

ＫＨｔ２ Ｚｎ ２８６ 条带状 １８３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０ １２５９０００ ６５６３９ ２３０

Ａｇ １６２ 条带状 ０４４７ ０６４４ １０３０ ２３３４０ １４４

Ｐｂ ４８５ 不规则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６８０００ ２７９０００ ７４０７３ １５３

ＫＨｔ３ Ｚｎ １５６ 不规则 １８３０００ ２９７０００ ３９３０００ ２５３１８ １６２

Ａｇ ２２１ 不规则 ０４４７ ０６６６ ０９４６ ３２９２８ １４９

Ｐｂ ５５９ 不规则 １１００００ ２５１０００ ７９００００ １２７５５４ ２２８

ＫＨｔ４ Ｚｎ ９２４ 不规则 １８３０００ ２９２０００ ６７８０００ １４７４３６ １６０

Ａｇ ６５０ 不规则 ０４４７ １９８０ ２１８００ ２８７９１９ ４４３

Ｐｂ ９４０ 不规则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７５０００ ３６３０００ １４９５４５ １５９

ＫＨｔ５ Ｚｎ ５７０ 不规则 １８３０００ ２８４０００ ９５９０００ ８８４５９ １５５

Ａｇ ６６７ 不规则 ０４４７ ０５３２ ０９５８ ７９３８３ １１９

Ｐｂ １２２０ 不规则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６８０００ ３２３０００ １８６３２７ １５３

ＫＨｔ６ Ｚｎ ４７２ 不规则 １８３０００ ３１４０００ ６６９０００ ８０９８８ １７２

Ａｇ ６１１ 不规则 ０４４７ ０５４５ ０８７３ ７４４９６ １２２

Ｐｂ ９３７ 条带状 １１００００ ５６４０００ ７５８５０００ ４８０４２５ ５１３

ＫＨｔ７ Ｚｎ ６６０ 条带状 １８３０００ ３９９０００ １６９７０００ １４３９０２ ２１８

Ａｇ ３９６ 条带状 ０４４７ １１５０ ４４００ １０１８７９ ２５７

Ｐｂ ８０５ 条带状 １１００００ ５４２０００ ６７２４０００ ３９６６４５ ４９３

ＫＨｔ８ Ｚｎ ４８１ 条带状 １８３０００ ２７６０００ ５９３０００ ７２５４４ １５１

Ａｇ １２４９ 条带状 ０４４７ ０８９２ ６５００ ２４９２４１ ２００

Ｐｂ ４２６ 不规则 １１００００ ２３２０００ １００５０００ ８９８４７ ２１１

ＫＨｔ９ Ｚｎ ５４４ 不规则 １８３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０ ９５３０００ １０１０７１ １８６

Ａｇ ８２６ 不规则 ０４４７ ０７５１ ２４２０ １３８７７５ １６８

Ｐｂ ２５３ 条带 １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０００ ２３３０００ ３４７３０ １３７

ＫＨｔ１０ Ｚｎ ５８５ 不规则 １８３０００ ２６８０００ ５８９０００ ８５６７２ １４６

Ａｇ ３４３ 不规则 ０４４７ ０７２７ ０９７０ ５５７８５ １６３

Ｐｂ １２９５ 不规则 １１０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０ １０４８４０００ ７４１６８２ ５７３

ＫＨｔ１１ Ｚｎ １０１８ 不规则 １８３０００ ４７１０００ １８０１０００ ２６２０１０ ２５７

Ａｇ １６４１ 不规则 ０４４７ ０８９０ ２６３０ ３２６７３２ １９９

　注：ＮＡＰ值＝（ＣＡ／Ｔ）Ｓ，衬值＝ＮＡＰ／ＳＮＡＰ值：规格化面金属量；ＣＡ：异常面积的异常平均值，单位１０－６；Ｔ：异常下限值，单位１０－６；

Ｓ：异常面积，单位ｍ２

８２５ 　　　　　　　　　　　　　　　　世　界　地　质　　　　　　　　　　　　　　　　　第３６卷



　　 （４）中高极化、低阻或中高阻、中高磁异常
的物探异常总体是矿致异常的特征。

（５）Ｐｂ、Ｚｎ、Ａｇ异常套合好，Ｐｂ和 Ａｇ异常
面积大，强度高的异常 ＫＨｔ４１１分布区矿床保存
条件较好，找矿前景较好。Ｚｎ异常面积大，外侧
的Ｐｂ和Ａｇ异常面积小的异常 ＫＨｔ１、ＫＨｔ３分布区
矿床剥蚀较大，找矿前景较差。

（６）勘查区早白垩世钾长花岗岩与铅银多金
属热液脉型矿床的矿化空间关系密切，应是与成矿

有关的侵入岩，为成矿提供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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